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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与建成环境关联影

响研究 1 
唐弋婷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成都  610500) 

摘要：本研究采用客观方法测量建成环境和儿童日常体力活动, 初步证实 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与住所周围建成
环境不紧密，而与家长主观因素选择相关，未来需要加强学校和家庭的合作，对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提供促进条件。住所距离体
育运动设施较近的儿童体力活动水平亦较高, 提示当地政府或社区可考虑通过在居民区附近兴建更多的相关设施 (如儿童公园和健
身设施)来提高儿童体力活动水平。本研究未发现街道特征与 3-6 岁体质弱势学龄前儿童体力活动相关的直接证据。由于受可获取的
地理信息数据所限,本研究测量的建成环境指标非常有限。今后的研究应纳入尽量多的建成环境指标以更全面地了解各项建成环境因
素对体力活动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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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体质弱势儿童，是指其与身体健康的同龄人相比处在弱势地位

的儿童。对体质弱势儿童的界定包括一个充分条件与两个基本条
件，其中充分条件是指遭受疾病以及残障人群，基本条件包括儿童
体质测试得分在 60 分以下以及体质指数（BMI）不满足以下正常范
围的群体，除特殊情况达成其中一种可被认定为体质弱势儿童［1］。
我国 3-6 岁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中体质弱势儿童
超重肥胖发生率和近视率居高不下，身体素质发展欠均衡。国内部
分学者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身体活动的严重不足，3-6 岁学龄前儿
童的肥胖率、视力不良检出率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加，我国幼儿动
作发展不协调比例高达 42%。2019 年 12 月，医学权威杂志《柳叶
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第十二期）指出，1995 年以后，中国儿
童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快速上升，成为造成整体身体素质下降的一个
重要原因。 

从发展规律来看,3-6 岁学龄前期是儿童生长发育与动作发展的
高峰期与敏感期，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幼儿（early childhood）3-6
岁时期是建立健康行为，比如身体活动健康促进的关键时期。提高
体力活动的发展水平，可以促进该阶段儿童，神经系统对运动系统
的控制能力，而这一点对身体虚弱、具有超重和肥胖风险的体质弱
势儿童，尤其明显［2］。学龄前儿童较高的身体活动水平与其一生
中在身体、情感、社会和认知等领域获得的重要短期和长期健康益
处有关。体育活动锻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注意力、工作记忆、课堂
行为和学业成就等认知发展能力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低水平的身
体活动、长时间屏幕时间、不健康的饮食、睡眠不足等不良生活方
式、遗传以及不利的环境因素使得 3-6 岁学龄前儿童的超重、肥胖
发展风险增加。儿童时期肥胖会影响身体健康、社交、情感健康饿
自尊，增加儿童心血管、肺部等疾病的风险，并可能引发儿童后期
不参与体育活动和社交减少的恶性循环。故而在 3-6 岁学龄前儿童
时期应当把动作发展放在首位，学龄前阶段动作发展水平直接影响
幼儿体育活动参与程度，从而影响了幼儿的体质健康。故而，在 3-6
岁学龄前阶段，对体质弱势儿童进行科学合理的运动干预，进而促
进提高体重健康水平，是可能并且可行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全民健
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是两个着力
点…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是全民健康战略
主题之一。国务院发布《2011-2020 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实施方
案》指出：要加强科学指导，促进妇女儿童等群体积极参与全民健
身,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由此可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妇女儿童健康问题,需要跨学科协同科研攻关，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
认识研究妇女儿童健康问题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是新时期体育学
者应该关注的。 

体力活动是骨骼肌收缩产生的身体运动。城市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BE）通常被定义成人类或人造环境，诸如社区、工作
场所和道路环境等［3］。当下对其的评价手段有主观感知表、实地
客观测量、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
和全球定位系统（Gobal positioning systems,GPS）技术等［4］。健康
促进行为的生态学模型（So cialEco lo g icalM o d el, SEM）强调多层
次的影响来解释包括身体活动在内的行为。基于这种理论，许多研
究将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联系起来，有学者建议采取环境与政策层
面的干预措施来促进体力活动，并且研究证实了建成环境属性与体
力活动行为的关联性，即：倾向性、针对性的建成环境感知可以促
进周期性、规律性的运动干预，而周期性、规律性的运动干预可提
高儿童的体质健康水平。有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研究证实,儿
童 63%的体力活动发生在住所附近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住所周围建
成环境对儿童体力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外学者在这
一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实证研究, 其结果已初步表明, 建成环境中行
走性 (walkability)、 车流速度/量、体育运动设施、道路连接性 (street 
connectivity)、土地综合利用度(land-use mix)及居住密度等均可影响
儿童体力活动[5]。 国内亦有学者研究以感知地图法对儿童户外活
动的空间环境进行了定性描述,将其划分为“活动场所+活动路径”、
“路径”和“场景”三种模式,并初步探讨了与儿童户外活动有关的
环境因素［6］。目前基于生态学理论探讨建成环境促进体力活动的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以 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为研究对象的
相关课题，虽有采用问卷法测量环境和体力活动指标, 但缺乏对环
境和体力活动的客观描述。基于此，本研究拟尝试以客观方法测量
成都市城市建成环境和 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指标,
并分析两者关系,以期提供住所周围建成环境与儿童体力活动关系
的初步证据，分析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受建成环境影响的
因素及其关联影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是成都市城区 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 48 名（男

36 名），样本来自为期 3 个月的研究——私立幼儿园一学期体力活
动调查。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和行为科学等方面

的研究和理论模型。 
2.2.2 问卷调查法 
1）问卷制定 
a 受试儿童基本信息表 
包括被测试儿童的年龄、性别、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及父母受

教育水平等内容，由家长填写。被测试儿童的身高、体重由研究人
员采纳学校测量获得的身体质量指数(BMI)。 

b 体力活动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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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儿童体力活动分别采用测步计配合问卷进行测量。 受试
儿童连续佩戴可用于测量步数的电话手表，8 天以测量其体力活动
水平,采样间隔设定为 1 分钟。中等体力活动及以上的活动时间，采
用 Freedson 等的年龄特异性方程计算，该计算方程获得学术界的认
可，以以 3、6METs 作为中等强度及高强度体力活动的界值。计步
器的有效计数定义为每天记录的步行步数不少于 10000,且最少记录
3 个上学日和 1 个周末日。被测试者家长将填写 Huang Y 等验证编
写的中文版《儿童休闲活动问卷》，该问卷的信效学术界目前未有
质疑。加速度计及问卷测得的体力活动数据经处理后分上学日和周
末日分别报告中等强度 (MPA)、高 强度(VPA)及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时间(MVPA),并报告每周平均 MVPA 时间。 

C 建成环境调查表 
本研究对“建成环境”定义为以受试儿童住所为圆心、400 米

为半径的圆形缓冲区。 该定义参考自国外同类研究 [7],且曾被应用
于以往的类似调查中。而所有地理坐标信息采集依据测试者佩戴的
可计步电话手表中自带的地图信息。包括运动场馆、儿童游乐场地、
公园、道路及健身专用通道等，被测试儿童住所坐标信息被输入
ArcMap 10.0 软件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California, U.S.), 以计算出每个测试儿童住所 400 米缓冲区内的道路
总长度, 以及从受试儿童住所至最近体育运动设施的直线距离。 

2）样本选择和抽样 
选取成都市某知名幼儿教育集团下属幼儿园的体质弱势学生

为调查对象，分层抽取 3-6 岁阶段调查对象数人。参考研究思路，
本研究将符合下述两个条件的学龄前儿童列为“体质弱势”学龄前
儿童：①身体患有不适宜参加剧烈体育活动的疾病或身体有残障；
②体型偏瘦或肥胖，未达到学龄前儿童体质监测标准。 

3）样本发放 
成都市某 3-6 岁学龄前儿童幼儿教育机构。 
2.2.4 数理统计法：用 SPSS 17.0 软件完成。 
3 结果与讨论 
3.1 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与住所周围建成环境

不紧密，而与家长主观因素选择相关。 
本研究尝试在高居住密度城市以客观工具(GIS)测量住所周围

建成环境(住所周围道路总长度, 住所至最近体育运动设施的距离),
并探讨其与儿童体力活动的关系。GPS 定位数据体现所有调研儿童
在教学机构（幼儿园学校）内均达到了较高数值的体力活动（步行
步数）要求，但在住所周围的体力活动，计步器显示为低数值，这
说明调查对象返回住所后久坐不动。在住所到幼儿园学校的过程
中，大部分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几乎没有步行，多由家长采用移动
交通工具接送往返。而非弱势群体多由家长带领，采用步行往返，
借由学校和家庭住所间的路程往返，累积了大部分步行数值。这说
明高居住密度城市建成环境下，儿童体力活动与住所周围建成环境
无关，而与家长主观因素选择相关。儿童体力活动与环境特征的关
联不紧密，是因为决策人非儿童而是家长，家长对儿童参与体力活
动的决策拥有绝对主导权,而家长的主导意识受到个体主观因素影
响，住所周围建成环境对其影响不紧密。 

3.2 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与住所周围建成环境
影响探究。 

本研究调研对象是 3-6 岁学龄前儿童，属于特定研究群体，其
群体特殊性造成主观意识选择与成人大相径庭，其体力活动与住所
周围建成环境间的中介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需要探究调节作用中
更深层次的中介机制。比如天桥和马路间的的衔接，更方便的衔接
性对于家长能够更直接达到体力活动目的地，因此有助于其体力活
动的主观意识促进。但是学龄前儿童对于类似衔接接受度并不能促
进主观活动意识产生。家长在带领儿童进行体力活动时对方便的衔
接性态度也有变化，大部分调研儿童家长对于周边衔接性交通建筑
的安全隐患呈关注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家长主观选择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了调研儿童的体力活动情况。家长对道路衔接安全的
担心成为限制儿童在住所周边玩耍的重要原因。使得街道的方便衔
接从儿童体力活动的促进因素转变为阻碍因素。 

3.3 住所周边体育运动设施的可及性是影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

活动的因素之一。 
研究数据一致地证明调研儿童放学后的体力活动与住所周边

运动设施和场布局所密切相关。住所距离体育运动设施较近的儿童
其测量的体力活动水平较高，反之较低。调研对象中体质弱势学龄
前儿童住所周围的体育设施步行距离，在 10 分钟以上的人数超过
90%，处于“十分钟步行运动圈”的调研对象在体力活动步行数上
均超过距离较远对象。这说明住所周边体育运动设施的可及性是影
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的因素之一。 

3.4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的样本数量有限且来自同一所机构的幼儿园,故不具广

泛的地域代表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考虑采用基于不同城市区域地
理特征 (如 walkability)及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层抽样方法,以使研究样
本在体力活动相关的城市环境上的差异最大化。此外,由于受可获取
的地理信息数据所限,本研究测量的建成环境指标非常有限。由于可
能影响儿童体力活动的城市建成环境复杂多样,如果条件许可,今后
的研究应纳入尽量多的建成环境指标以更全面地了解各项建成环
境因素对体力活动的综合影响。 

4 结论 
本研究采用客观方法测量建成环境和儿童日常体力活动, 初步

证实 3-6 岁学龄前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与住所周围建成环境不紧
密，而与家长主观因素选择相关，未来需要加强学校和家庭的合作，
对体质弱势儿童体力活动提供促进条件。住所距离体育运动设施较
近的儿童体力活动水平亦较高, 提示当地政府或社区可考虑通过在
居民区附近兴建更多的相关设施 (如儿童公园和健身设施)来提高
儿童体力活动水平。本研究未发现街道特征与 3-6 岁体质弱势学龄
前儿童体力活动相关的直接证据。由于受可获取的地理信息数据所
限,本研究测量的建成环境指标非常有限。今后的研究应纳入尽量多
的建成环境指标以更全面地了解各项建成环境因素对体力活动的
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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